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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信息服务深度广度不够
传统业务系统建设过程中比较注重系统内部流程和数据管

理，而对于领导决策、教师教学、学生校园生活的智慧化服务不够，
对业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交换服务不够。
1.6 事务办理效率底，无法实现“一站式”服务
师生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在事务办理过程中，需要跳转

并进入到各业务系统中查找对应的事务处理功能，而无法通过
一条流程来实现跨部门跨系统的“一站式”服务。跨业务系统
的事务，需要频繁切换业务系统，办事效率低、体验差。

2、构建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数字校园微应用新生态

数字化校园是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有机结合的新
型教育、学习和研究的校园平台。新时代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是
职业院校信息化建设的高级阶段，既是对数字校园建设成果的
进一步扩展与提升，更是对数字校园建设阶段遗留问题的全面
梳理和解决。《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2020 年修订版）》提
出要“以大数据管理为核心，构建数据融合、互通共享、管理
和服务业务系统集成的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支持学校精细化
管理、智能化服务，提升学校管理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

基于“大数据 + 微应用”的数字化校园模式适应了新时代
要求，在技术方面，通过“微服务架构”构建高度柔性、全面
开放的数字化校园基础平台，在应用方面，通过智慧环境构建
安全、智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场景，通过大数据和碎片化服
务中心构建“一站式”校园服务空间，为师生提供随时随地、
随需而变的校园智慧化服务；在建设模式方面，打破传统以单
一业务系统为标准的建设交付模式，转变为以服务学校整体为
目标的有机融合建设交付模式，为师生建立智能开放的教育教
学环境和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改变师生与学校资源、环境的
交互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个性化创新服务。

3、数字校园“大数据 +微应用”新生态体系设计

3.1 服务支撑平台
3.1.1 统一身份认证
职业院校的数字校园建设往往经历了一段较漫长的时期，

不同时期建设的各种应用系统存在不同的身份认证方式，安全
信息各自管理，用户在不同的业务系统中具有不同的账号、密码。
为了方便师生使用，新的数字校园生态中必须建立一套统一的
身份管理平台，用户只需在统一门户平台上登录一次就可以使
用数字校园内所有的应用系统。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负责提供一系列的用户认证、授权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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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大智移云”及“区块链”、“量子
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化已进入多维突破
的新时代，深刻影响着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变革。《职
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2020 年修订版）》明确提出要“以支撑
职业院校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技术系统和组织体系为核心内容，
通过价值重建、结构重组、流程再造、文化重构和教育教学模
式创新，构建形成促进师生全面、自由、个性化发展的现代化
校园环境。”

近年来，职业院校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数字化校园建设
已基本完成，然而，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
断深化，数字校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显露，例如，跨部门协同
与信息孤岛之间的矛盾，领导科学决策与数据支撑之间的矛盾，
师生对数字化校园的期盼与建设现状之间的矛盾，信息技术在
教育教学中的融合不足与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矛盾等。

1、传统数字校园问题与矛盾日益凸显

职业院校经过近 30 年的迅猛发展，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构建了一批业务信息系统，但是许多业务部门仍然缺少相应的
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日常管理，而且已构建系统也逐渐暴露出一
些深层次问题。
1.1 数据标准不一，系统难以交互，部门协作困难
由于职业院校各业务系统建设时期不同，数据格式各不相同，

系统之间难以进行大规模数据交互，有些数据在跨系统调用时，
还依赖手工传递。随着系统种类越来越多，信息孤岛效应愈发
凸显，跨部门协同愈发困难，信息化反而制约了教育的发展。
1.2 数据流转不清晰，缺乏对数据共享的有序规划
许多院校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仍然无法解决基本的数据

共享问题，更无法为现阶段的教学诊改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原因在于缺少清晰有效的数据流转规划，未对数据的上下行路
径进行梳理，形成数据资产的合理闭环。
1.3 信息系统技术架构比较陈旧
随着社会整体信息化环境和业务需求的变化，许多院校已

建成的一些信息系统在经过多年的使用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原有的业务模式不能满足当下的业务需求，二原有技术架
构的落后，无法与新的操作系统、浏览器兼容等。
1.4 大量服务依托 PC端，服务渠道狭窄
随着智能手机、5G 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在人们生

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些院校基于移动互联网建设了移动校园，
实现了移动端的事务办理和信息查看，但仍有许多学校还是依
托 PC 来处理信息，具有极大的不便性和滞后性，无法满足师
生对信息服务的需求。

曾  涛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4）



2021【3】5  3 卷 5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参考文献
[1] 石丰源 . 基于职业院校数字化校园平台建设方案的研究 [J]. 电脑知识与技术，2019（05）.
[2] 王霁阳 . 职业院校数字化校园建设思考 [J] . 黑龙江科学，2019（08）.
[3] 徐慧 . 关于职业院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思考 [J]. 网络安全技

术与应用，2018（11）.
[4] 杨秋叶，杜慧 . 职业院校数字化校园建设 [J]. 信息与电脑，2018（05）
[5] 陈琳，许林 . 新时代教育信息化 2.0 发展策略研究 [J]. 中国电化教育，2021（1）

并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
3.1.2 统一门户网站
统一门户网站是一个信息资源的集成环境，它将异构、分

散的应用系统和信息资源进行聚合，通过统一的访问入口，实
现结构化数据资源、非结构化文档和互联网资源、跨数据库跨
系统平台的无缝对接和集成，为用户提供一个进行信息访问、
传递、协作的集成化环境。统一门户网站作为学校各类信息资
源的综合展示窗口，必须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要，用户通过统
一入口进行身份认证后，可以畅达各种业务系统并进行个性化
的信息处理、资源访问等操作，按照不同用户的权限和角色，
提供量身定做的关键业务信息的个性化应用界面和安全通道。

3.1.3 事务中心（一站式办事大厅）
事务中心为师生提供服务性、审批性行政业务的快捷办理，

基于线上一站式受理（申请），实现一站式事务集中申请、办
理与过程监控等效果，一站式办事大厅可以涵盖大量微应用：
通知公告、个人课表、空教室查询、校园地图、日常报修、设
备报修、疫情防控、一卡通余额查询、学生成绩证明、问卷调查、
学生请假销假、学生休退学、学生违纪处分等。在一站式办事
大厅的建设过程中，将学校的流程和各个部门的职责进行厘清
和重构，为学校办事效率的提升带来质的飞跃。

3.1.4 移动校园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移动校园成为职业院校数字校

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移动校园提供各业务场景移动化服务，
它以大量的微应用功能提升办事效率，节省办公成本，实现移
动校园平台的信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从而达到提高管理水
平和办事效率的目的。移动校园平台为师生提供最准确的基础
信息，实现对系统全面的管理运维支撑，主要包括用户组织管
理、应用管理、数据运维、统计、监控、数据处理 / 调度管理、
移动客户端管理以及系统管理等功能。
3.2 数据中心
3.2.1 数据标准体系
数据标准管理是数字校园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各类业

务系统的数据必须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管理，才能构成一个可
交互共享的信息平台。

职业院校数据标准体系必须结合学校实际，涵盖定义、操作、
应用等多层次标准，包括数据分类与编码、数据字典、数字地图等，
以便在不同系统和数据库之间形成一致理解。

3.2.2 主数据管理

主数据是指从多个业务系统中提取的最核心、最具共享价
值的数据。数据中心通过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和加工，形成完
整统一、权威准确的主数据库，以定期推送的方式发送给需要
使用这些数据的各个应用系统。主数据库的建设一般包括四项
内容：一是建设全量数据库，覆盖整个学校业务域，建设历史
数据库模型；二是依据信息标准规范，对全量数据库进行配置
化备份，建设历史数据库；三是通过核验功能，对数据库的规
范性进行定期校验，强化数据库的规范性；四是建设基于全量
数据库的各类型可临时图形化配置的输入输出接口，为数据的
共享提供便捷。

3.2.3 数据接口服务
数据接口服务主要是提供控制、接入系统管理、数据统一

格式转换等功能，实现系统之间的实时交互与共享。它主要应
对职业院校多样化的数据集成源头，高安全要求的同步过程，
以及多变的同步策略要求等复杂情况，它的主要功能包括：

（1）发布权威数据：以数据中心的主数据库为数据源，使
其成为全校最权威的数据源，定时向相关业务系统提供数据访
问服务，即数据订阅，为学校综合数据分析提供准确高效的数
据服务。

（2）离散数据发布：针对职业院校复杂多样的业务场景，
提供了丰富、稳定的集成接口，不仅包括了较为通用的数据源，
对职业院校的特殊业务场景，如对文本、照片、Excel 表格提供
良好的集成支持。
3.3 数据分析平台
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创建各类数据模型，从学校数据中心抽

取学生和教师的相关信息，如学生基础信息、成绩信息、宿舍
门禁及图书馆门禁、资助与获奖信息等，基于业务系统完成一
卡通消费信息、图书借阅信息、教师基础信息、教学信息、科
研信息、财务信息等，进行数据分析和展示，例如办学条件状
况分析、学生生活消费分析、课堂活跃度分析、学生考勤分析等，
将一些关键的指标简单明了的用图形或仪表盘等形式呈现给领
导和各部门，可以使用报表模板提供的形式，如表格、富文本、
绘图、统计图、杜邦分析等方式展现分析结果。

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对教育信息化即是契机也是挑战，大数
据与微应用架构即具备坚固完整的数据根基，又能适应校园千
变万化的业务种类和拓展需求，可以实现校园基础平台与各业
务系统之间的充分融合与数据共享，为职业院校长远发展提供
厚积薄发式的服务。


